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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森林群落草本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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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广东省森林资源清查第七次复查样地调查资料!以广东省不同气候带草本植物群落为研究

对象!探讨了其区系组成及草本物种多样性在不同气候带内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广东省中亚热带草本植

物有 '( 科 !)( 属 !*& 种$南亚热带有 '% 科 !)+ 属 !(* 种$北热带有 !% 科 )! 属 )# 种" 其中禾本科在草本层

中占重要地位$从数量特征来看!芒萁%!"#$%&'()*$"+,"#-')'.%&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占有显著的优势!在北

热带则为飞机草%/0(%)'$"0.','$%)0.&和小蓬草%1'&23% #%&%,*&+"+&$人工林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多样性指数在 !$#'& ,!$+#- 之间!均随纬度降低呈倒'.(形变化!而天然林)竹林和灌

丛林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随纬度降低而逐渐增加$总体而言!广东省森林草本植物多样性

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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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植物

作为生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直接)间接及潜在的多方面价值"其多样性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

植物群落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生活在同一环境下不同植物种群的集合体"其内部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相

互联系( 植物群落多样性就是指植物群落在组成)结构)功能和动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 在一定

的景观或区域内"景观的异质性是我们首先感知的"而景观异质性格局是由群落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 因

此"植物群落多样性研究是群落生态学"乃至整个生态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其中"群落在组成和结构

上所表现出的多样性是认识群落的组织水平和功能状态的基础*)Q%+

( 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格局的研究成

为现代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

目前有关森林生态系统中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格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乔木和灌木物种多样性的研

究上*(Q!&+

"对于草本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则相对较少*-Q*+

( 而林下草本对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来说是不可缺少

的成分"它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更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林下草本层与灌木层)

乔木层共同维持着一个平衡状态( 尤为重要的是"草本层具有在乔木)灌木无法适应的气候条件下生存的能

力*!!+

"对森林的演替和水土保持)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和营养元

素的循环速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本研究以广东省不同气候带草本植物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不同气候带上草本植物群落组成的基础上"探

讨了草本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随纬度变化的趋势"以期了解该区域在不同气候带水

平上的草本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分布及物种多样性状况"为科学制订有效的植被保护措施和策略提供参

考(

>?研究地概况

广东省位于中国东南部"北纬 #&]&*S,#%]+!S"东经 !&*])%S,!!(]#&S"北枕南岭"南临南海"素有中国

&南大门'之称( 广东省陆地面积 !($- 万 ^C

#

"海洋国土约 !( 万 ^C

#

( 境内地势北高南低( 属于东亚季风

气候区"从北向南分别为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带气候"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气候"光)热和

水资源丰富( 年均气温 !* ,#) _"年均降水量 ! %&& ,# &&& CC( 土壤类型由北向南依次为红壤)赤红壤和

砖红壤( 地带性原生森林植被主要有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

广东野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全省野生植物有 % &&& 多种*!++

"其中种子植物 ) -&& 种( 在野生植物中"

材用植物约 +&& 种"药用植物 ! !(& 种"芳香植物 -& 多种"油脂植物 #'& 多种"淀粉植物 )& 多种"观赏植物)

纤维植物)果类植物也较多(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 多种"其中有被称为&活化石'的桫椤!45+'(-"5% +("&06

5'+%$)水松!752()'+)$'80+(*&+"5"+$)苏铁!12#%+$*9'50)%$等多种古老珍稀植物(

@?研究方法

@$>?样地设置及调查

采用 #&!# 年广东省森林资源清查第七次复查的固定样地进行调查( 用随机抽样法"在全省按' ^C -̀

^C点间距共布设 + '-% 个正方形固定样地!边长 #%$-# C)面积 ''( C

#

$"再按 #) ^C !̀' ^C点间距随机抽

取 !a- 的样地"共 )'! 个固定样地"主要对其中 #'+ 个样地进行调查( 每个样地的 ) 个角各设置 ! 个 # C #̀

C小样方进行草本层植物多样性调查( 调查时记录植物种名)株数)高度和盖度( 匍匐茎)攀援茎草本主要

以主根进行株数记录( 调查日期为 #&!# 年 % 月 !& 日,- 月 +& 日"主要由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专业技术

人员野外调查完成( 在调查的 #'+ 个样地中"有 ' 个样地林分郁闭度较大"林下植被少"# C #̀ C的样方中

无草本"故实际调查的林下植被样地数为 #%( 个( 其中"中亚热带样地数为 !%! 个"南亚热带样地数为 *)

个"北热带为 !# 个(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应用的软件为 /M// 和 V[KV:( 采用重要值来衡量各个种在群落中的地位"重要值通过计算

相对多度)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间接求得"各指标计算公式为%

相对多度b!某种的株数a所有种的株数之和$ !̀&&c !!$

!!!!!!!!!!!!!!!!!!

相对频度b!某种的频度a所有种的频度之和$ !̀&&c !#$

!!!!!!!!!!!!!!!!!!

相对盖度b!某种的盖度a所有种的盖度之和$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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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值b相对多度d相对频度d相对盖度 !)$

!!!!!!!!!!!!!!!!!!!!!!!

采用e6F>6NBD指数!:$作为物种丰富度指标"/J699=9Qf7B9BF指数!;$作为物种多样性指标"M7BN=?均匀

度指数!<$来作为物种均匀度指标"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 1!$N9> !%$

!!!!!!!!!!!!!!!!!!!!!!!!!!!!!!!!!!!

;b1

"

=

"b!

?

"

N9?

"

!'$

!!!!!!!!!!!!!!!!!!!!!!!!!!!!!!!!!!!

<b;aN9= !($

!!!!!!!!!!!!!!!!!!!!!!!!!!!!!!!!!!!!!

式!%$ ,!($中"=为物种数">为个体总数#?

"

为物种"的相对多度(

A?结果与分析

A$>?广东省草本植物区系组成

在调查的样地中"共记录草本植物 -* 科 ##* 属 +&- 种( 其中"中亚热带草本植物有 '( 科 !)( 属 !*&

种#南亚热带有 '% 科 !)+ 属 !(* 种#北热带有 !% 科 )! 属 )# 种( 此外"各气候带重要值大于 #&c的草本植

物科包括里百科)禾本科)乌毛蕨科和菊科植物( 其中"里百科和禾本科分别占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草本层

重要值的 '+$-&c和 )-$--c#而禾本科和菊科在北热带草本层重要值中占到 '!$!&c(

广东省草本植物中重要值
#

%c的共有 +) 个种"分属 !% 科 +# 属!表 !$"其中含 !& 个种以上的科为禾

本科"包含 !! 属 !# 种"分别占属)种总数的 +)$+-c和 +%$#*c"其次为菊科"包含 % 属 % 种"分别占属)种总

数的 !%$'+c和 !)$(!c"这 # 个科包含了本地区近半的属种"说明在该区域草本植物优势科较为明显( 所

含种数为 # 个种的科共有 ) 个"分别为里百科)乌毛蕨科)莎草科和豆科"共包含 ( 属 - 种"占属)种总数的

#!$--c和 #+$%#c( 其余 * 科仅含 ! 种"如铁线蕨科)大戟科等(

表 >?广东省草本植物主要科属组成

科 种数 属数 占总种数的百分比ac 占总属数的百分比ac

禾本科 !# !! +%$#* +)$+-

菊科 % % !)$(! !%$'+

乌毛蕨科 # # %$-- '$#%

莎草科 # # %$-- '$#%

里百科 # ! %$-- +$!+

豆科 # # %$-- '$#%

其他 * * #'$)( #-$!+

""注%统计数据以重要值
#

%c计( 其它为%茜草科)蕨科)蝶形花科)荨鮉科)紫萁科)大戟科)旋花科)铁线蕨科)海金沙科(

A$@?不同气候带草本物种数量特征

+$#$!"中亚热带草本物种数量特征"广东省中亚热带地区草本植物中"芒萁!!"#$%&'()*$"+,"#-')'.%$的重

要值最高"达到 -*$*#(c!表 #$"占本地区草本植物全部重要值的 )#$-&(c"五节芒!@"+#%&)-0+A5'$",050+$

和铁芒萁!!"#$%&'()*$"+5"&*%$"+$的重要值分别为 #*$###c和 !($+&-c"分别占总重要值的 !+$*!&c和

-$#+*c( 而这三者的重要值占全部重要值的 ')$*%'c( 由此可见"芒萁)五节芒和铁芒萁是该地区主要的

草本植物"在该群落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对群落的演替和发展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芒草!@"+#%&)-0+

+"&*&+"+$)乌毛蕨!B5*#-&0.'$"*&)%5*$)狗脊!C'',D%$,"% E%('&"#%$和淡竹叶!F'(-%)-*$0.G$%#"5*$的重要值在

!&c ,!%c之间"占总重要值的 #!$(!)c"而其余物种的重要值均在 !&c以下( 从相对多度来看"芒萁的相

对多度最高"为 +&$-('c"占草本层相对多度的)!$*#)c"反映了其在群落演替中具有较强的自然更新能

力( 其次为五节芒"其相对多度为 !!$#%!c"其余物种的相对多度均低于 !&c"主要集中在 #c ,)c之间"

最小的为黑莎草!7%-&"% )$"+)"+$"仅为 !$&!!c( 从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来看"芒萁最高"分别为 !-$***c和

)&$&%#c"且远高于其他草本植物"其次为五节芒"其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分别为 *$++!c和 -$')&c"其余

物种的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较低"主要集中在 #c ,%c之间"值得一提的是"细毛鸭嘴草!H+#-%*.0."&,"6

#0.$的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均为最低"且均在 #c以下"分别为 !$(%-c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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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亚热带草本层物种数量特征
""""""""""""c

物种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芒萁 !"#$%&'()*$"+,"#-')'.% +&$-(' !-$*** )&$&%# -*$*#(

五节芒 @"+#%&)-0+A5'$",050+ !!$#%! *$++! -$')& #*$###

铁芒萁 !"#$%&'()*$"+5"&*%$"+ '$+&) )$#'& '$()) !($+&-

芒草 @"+#%&)-0++"&*&+"+ )$'(- )$&%( )$+%' !+$&*!

乌毛蕨 B5*#-&0.'$"*&)%5* #$%'& %$)&* )$+%# !#$+#!

狗脊 C'',D%$,"% E%('&"#% )$+%& #$*(% #$(*' !&$!#!

淡竹叶 F'(-%)-*$0.G$%#"5* +$%%! )$+*% #$!+' !&$&-#

刺芒野古草 4$0&,"&*55% +*)'+% #$(%+ +$+!+ #$+&( -$+(+

黑莎草 7%-&"% )$"+)"+ !$&!! +$(-' #$#'# ($&%*

细毛鸭嘴草 H+#-%*.0."&,"#0. +$'*' !$(%- &$-(( '$++!

扇叶铁线蕨 4,"%&)0.A5%8*5505%)0. #$'!- #$%&# !$!## '$#)#

""注%统计数据以重要值
#

%c计(

+$#$#"南亚热带草本物种数量特征"由广东省南亚热带草本植物的数量特征可以看出!表 +$"芒萁的相对

多度为 +!$&(*c"与其在中亚热带的相对多度较为接近!+&$-('c$"其相对多度占该区域草本植物相对多

度的 )*$!)*c( 淡竹叶的相对多度为 %$&*+c"位居其次"而其余物种的相对多度均低于 %c"其中"黑莎草

的相对多度最低"仅为 &$'+(c( 从相对频度来看"芒萁的相对频度最高"为 !%$(&(c"其次为雾水葛

!?'03'53"% 3*25%&"#%$"为 %$+''c"其余物种的相对频度大多在 #c ,+c之间"唯有藿香蓟!4G*$%)0.#'&26

3'",*+$的相对频度低于 #c"仅为 !$-%)c( 此外"芒萁的相对盖度也最高"接近 +&c"而雾水葛和蔓生莠竹

!@"#$'+)*G"0.9%G%&+$的相对盖度分别为 '$&+#c和 ($#*!c"远低于芒萁但高于其他草本植物( 由重要值

可知"芒萁的重要值最高"为 ('$'%!c"占草本植物重要值的 )#$++%c"雾水葛和蔓生莠竹的重要值在 !%c

左右"分别为 !'$!&*c和 !)$(-+c"重要值排在前 % 位的依次为芒萁)雾水葛)蔓生莠竹)淡叶竹和刺芒野古

草"其重要值占草本层重要值的 (!$#&(c( 由此可知"这 % 种草本植物在该气候带的草本群落中具有相对

较高的地位"对草本群落的发展)演替和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芒草)藿香蓟和铁芒萁的重要值较为接

近"约为 -c"华南紫萁!I+.0&,% 9%#-*55""$和扇叶铁线蕨的重要值约为 (c"无根藤!1%++2)-% A"5"A'$."+$和黑

莎草的重要值最低"分别为 %$(#)c和 %$)+)c(

表 A?南亚热带草本层物种数量特征
""""""""""""c

物种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芒萁 !"#$%&'()*$"+,"#-')'.% +!$&(* !%$(&( #*$-'% ('$'%!

雾水葛 ?'03'53"% 3*25%&"#% )$(!! %$+'' '$&+# !'$!&*

蔓生莠竹 @"#$'+)*G"0.9%G%&+ )$#(# +$##& ($#*! !)$(-+

淡竹叶 F'(-%)-*$0.G$%#"5* %$&*+ +$-&% +$#%) !#$!%#

刺芒野古草 4$0&,"&*55% +*)'+% #$-&! +$)!% +$&!' *$#+#

芒草 @"+#%&)-0++"&*&+"+ #$+(( +$)!% +$!() -$*'%

藿香蓟 4G*$%)0.#'&23'",*+ )$-%# !$-%) !$()* -$)%%

铁芒萁 !"#$%&'()*$"+5"&*%$"+ !$&&) #$+)! )$'*' -$&)#

华南紫萁 I+.0&,% 9%#-*55"" !$(!# +$!## +$&)* ($--+

扇叶铁线蕨 4,"%&)0.A5%8*5505%)0. +$)*) +$!## !$&!+ ($'#*

无根藤 1%++2)-% A"5"A'$."+ !$#&# #$(+# !$(-* %$(#)

黑莎草 7%-&"% )$"+)"+ &$'+( #$*#( !$-(& %$)+)

""注%统计数据以重要值
#

%c计(

+$#$+"北热带草本物种数量特征"由表 ) 可以看出"北热带重要值在 %c以上的草本物种较为丰富"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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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分属于 #& 属 #& 种"以菊科和禾本科为主( 其中"菊科泽兰属的飞机草!/0(%)'$"0.','$%)0.$重要值最

大"为 ++$&#)c"占总重要值的 !+$-)#c"小蓬草!1'&23% #%&%,*&+"+$其次"重要值为 #)$#-#c"占总重要值

的 !&$!(-c"耳草!;*,2')"+%0$"#05%$"%$的重要值为 !%$%)(c( 重要值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飞机草)小蓬草)

看麦娘!45'(*#0$0+%*J0%5"+$)耳草和野古草!4$0&,"&*55% %&'.%5%$"分属于菊科)禾本科和茜草科"其重要值

占总重要值的 ))$&'%c( 由此可见"在北热带地区"菊科)禾本科和茜草科的草本植物占有相对优势( 从相

对多度来看"小蓬草最高"为 -$!&-c"其次为飞机草和含羞草!@".'+% (0,"#%$"分别为 ($#&(c和%$)&%c"

这 + 种草本植物的相对多度占总相对多度的 +!$%&)c"马唐!!"G")%$"% +%&G0"&%5"+$)海金沙!F2G',"0.E%('&"6

#0.$的相对多度最低"均为 &$*&!c"而其余物种的相对多度为 !c ,%c( 从相对频度来看"小蓬草的相对

频度要高于其它物种"为 !)$)**c"其次为飞机草)看麦娘)耳草和番薯!H('.'*% 8%)%)%+$"相对频度在

'$!-+c ,($%*!c之间"假俭草!/$*.'#-5'% '(-"0$'",*+$)莎草!12(*$0+$')0&,0+$)夜香牛!K*$&'&"% #"&*$*%$

和假臭草!/0(%)'$"0.#%)%$"0.$的相对频度均低于 !c"其中假俭草的相对频度最低"仅为 &$)#'c( 由相对

盖度可以看出"飞机草的相对盖度为 !-$##(c"远高于其它物种"其次为看麦娘和假俭草"相对盖度为

*$-%#c"野古草的相对盖度为 ($&*)c"耳草)莎草和夜香牛的相对盖度在 %c左右"其余物种的相对盖度均

低于 %c"其中野豌豆!K"#"% +*("0.$的相对盖度最低"仅 &$!*(c(

表 B?北热带草本层物种数量特征
""""""""""""c

物种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飞机草 /0(%)'$"0.','$%)0. ($#&( ($%*! !-$##( ++$&#)

小蓬草 1'&23% #%&%,*&+"+ -$!&- !)$)** !$'(% #)$#-#

看麦娘 45'(*#0$0+%*J0%5"+ !$-&# ($#)* *$-%# !-$*&+

耳草 ;*,2')"+%0$"#05%$"% +$'&) '$%#% %$)!* !%$%)(

野古草 4$0&,"&*55% %&'.%5% !$-&# )$)(- ($&*) !+$+(+

含羞草 @".'+% (0,"#% %$)&% +$&(& +$()) !#$##&

假俭草 /$*.'#-5'% '(-"0$'",*+ !$-&# &$)#' *$-%# !#$&-&

莎草 12(*$0+$')0&,0+ )$%&% &$')& %$-!+ !&$*%(

番薯 H('.'*% 8%)%)%+ +$'&) '$!-+ &$+*) !&$!-!

铁苋菜 4#%52(-% %0+)$%5"+ +$'&) +$!*- #$(%* *$%'!

竹叶草 I(5"+.*&0+#'.('+")0+ #$(&+ %$!!( &$(-- -$'&-

细毛鸭嘴草 H+#-%*.0."&,"#0. !$-&# +$#)! +$&%) -$&*(

知风草 /$%G$'+)"+A*$$0G"&*% )$%&% #$-!) &$)*+ ($-!#

野豌豆 K"#"% +*("0. !$-&# %$(%( &$!*( ($(%'

夜香牛 K*$&'&"% #"&*$*% !$-&# &$%!# %$!#+ ($)+(

马唐 !"G")%$"% +%&G0"&%5"+ &$*&! !$&'' )$*#' '$-*+

海金沙 F2G',"0.E%('&"#0. &$*&! !$#(* )$)++ '$'!)

藿香蓟 4G*$%)0.#'&23'",*+ #$(&+ !$%+% #$+'% '$'&#

狗脊 C'',D%$,"% E%('&"#% !$-&# #$!+# #$+'% '$#**

假臭草 /0(%)'$"0.#%)%$"0. )$%&% &$*+- &$'*& '$!+#

注%统计数据以重要值
#

%c计(

A$A?广东省不同气候带不同林分类型中草本植物的多样性分析

由于植物群落中各生活型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响应的不同"不同生活型的植物随纬度变化呈现出不同

的多样性格局*!)Q!%+

( 通过比较不同森林类型下草本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表 %$可以看出"人工林物

种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随纬度降低呈倒&.'形变化"天然林物种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竹林和灌丛林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且这 # 种林型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均随纬度降低而逐

渐增加( 在调查的 #%( 个样地中"中亚热带不同森林类型的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 ,!$#'& 之

间"均低于南亚热带!!$+!& ,!$)()$"但相比之下"中亚热带人工林多样性指数最高"竹林和灌丛林最低"而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年第 +& 卷第 ) 期



南亚热带竹林和灌丛林最高"天然林最低( 人工林的多样性指数随纬度的变化与丰富度指数类似"随纬度降

低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天然林)竹林和灌丛林的多样性指数随纬度变化趋势也与丰富度指数相同( 人

工林和天然林多样性指数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间差距较小"多样性差值分别为 &$&'- 和 &$&(("但竹林和

灌丛林的多样性指数在这两个气候带间存在较大差距"多样性差值为 &$+&)( 从均匀度指数来看"中亚热带

和南亚热带相比"除竹林和灌丛林均匀度指数有较大差距!&$!##$外"其余林型的均匀度指数差异较小"均

匀度指数在 &$(&( ,&$()( 之间(

表 C?广东省不同森林类型下草本植物多样性

气候带 森林类型!样地数$ 丰富度指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人工林!'-$ !$+!+ g&$'!% !$#'& g&$)') &$(#! g&$!(+

中亚热带 天然林!(+$ !$#'* g&$%') !$#++ g&$)#( &$()! g&$!-!

竹林和灌丛!!&$ !$#%+ g&$%*' !$!(& g&$)-- &$'*% g&$##%

人工林!'-$ !$)%* g&$'%# !$+#- g&$)'! &$(&( g&$!-#

南亚热带 天然林!#&$ !$)(! g&$('- !$+!& g&$%*& &$(## g&$#&+

竹林和灌丛!'$ !$%') g&$'-) !$)() g&$)'- &$-!( g&$!+)

北热带 人工林!!#$ !$+-% g&$(*! !$+!# g&$+*) &$()( g&$!#'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g标准差(

B?结论与讨论

草本植物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森林的多样性)生态功能的稳定性以及立地生产力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种类)数量及其多样性的变化是衡量森林群落结构及其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此"对草本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与了解群落组成)结构)功能)演替动态和稳定

性*!'+

(

在调查的 #%( 个样地中"共有 +&- 个草本物种"分属 -* 科 ##* 属( 其中"中亚热带有 '( 科 !)( 属 !*&

种#南亚热带有 '% 科 !)+ 属 !(* 种#北热带有 !% 科 )! 属 )# 种( 草本层中植物科分布比较集中"里百科和

禾本科分别占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草本层重要值的 '+$-&c和 )-$--c#禾本科和菊科在北热带草本层重要

值中占到 '!$!&c"由此可知"里百科)禾本科和菊科在该区域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此外"以重要值
#

%c

的种的个数计算"所含种数为 ! 个种的科有 * 个"包括 * 属 * 种"这些类群在群落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体

现了该区植物区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数量特征来看"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芒萁的相对多度均为最高"分别占草本层相对多度的

)!$*#)c和 )*$!)*c"说明其在这些区域的群落演替中具有相对较强的自然更新能力( 此外"从相对频度

来和相对盖度来看"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芒萁的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也最高且均超过 !%c#从重要

值来看"芒萁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重要值均超过 (%c"远远高于其他草本植物"由此可见"芒萁在这两

个气候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而在北热带地区"飞机草的重要值最大"为 ++$&#)c"占总重要值的

!+$-)#c"但从相对多度和相对频度来看"小蓬草最高"分别为 -$!&-c和 !)$)**c"其次为飞机草"为 (c左

右( 此外"在北热带地区"重要值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飞机草)小蓬草)看麦娘)耳草和野古草"分属于菊科)

禾本科和茜草科"其重要值占总重要值的 ))$&'%c( 由此可见"在北热带地区"菊科)禾本科和茜草科的草

本植物占有相对优势"而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却为里百科植物(

从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可以看出"人工林物种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随纬度降低呈倒&.'

形变化"天然林物种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竹林和灌丛林丰富度指数在 !$#%+ ,!$%') 之间"且

这两种林型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均随纬度降低而逐渐增加( 中亚热带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 ,

!$#'&之间"均低于南亚热带!!$+!& ,!$)()$"北热带人工林草本层多样性指数约为 !$+!#"草本植物物种多

样性指数大致呈现出随纬度降低而逐渐增大的趋势( 贺金生等*!(+就纬度)水分)土壤营养成分)海拔)演替

等因子对近年来国内外陆地植物群落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综述"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即随着纬度的降低"群落

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大"遵循纬度梯度假说( 本研究结果与其得出相同的结论( 此外"有研究表明"草本植物

群落的 /J699=9Qf7B9BF指数值一般在 !$% ,+$% 之间*!-+

"本研究所调查的草本植物群落的 /J699=9Qf7B9BF

' 杨海燕等%"广东省森林群落草本多样性研究



指数值均低于 !$%"说明本研究区总体而言草本植物群落多样性水平偏低( 均匀度反映了群落中不同物种

多度分布的均匀程度*!*+

"从均匀度指数来看"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相比"除竹林和灌丛林均匀度指数有较大

差距!&$!##$外"其余林型的均匀度指数差异较小"均匀度指数在 &$(&( ,&$()( 之间( 同时"在中亚热带"

人工林和天然林的均匀度指数要高于竹林和灌丛林( 在南亚热带则相反"即南亚热带人工林和天然林草本

植物物种的均匀度指数要低于竹林和灌丛林(

广东省地处中国南端"气候类型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的光)水)热等资源使得该地区植物数量丰

富)种类繁多( 但由于广东省地跨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的不同也导致了群落所处生境的差异( 因此"有关广

东省不同气候带草本植物物种间数量和种类的差异性及物种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孙志勇"季孔庶$植物多样性研究进展*h+$林业科技开发"#&!#"#'!)$%%Q-$

*#+"马克平"黄建辉"于顺利"等$北京东灵山地区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

!

丰富度)均匀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h+$生态

学报"!**%"!%!+$%#'-Q#(($

*++"钱迎倩"马克平$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原理与方法*e+$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Q!'%$

*)+"OLBG0X" K6FUB9HBF/ X$/H6P7N7H869@ @7LBFG7H8=DBA=G8GHBCG*h+$/A7B9AB"#&&("+!(!%-+)$%%-Q'#$

*%+"K=9@7HX"M7HC69 3" :B7>J V4hF" BH6N$iBH6Q@7LBFG7H879 HF=U7A6ND=FBGHHFBBG*h+$/A7B9AB"#&&#"#*%!%%%%$%'''Q''*$

*'+"R7NC69 j" XB7AJ Mi" Z9=UGhe5$i7=@7LBFG7H869@ BA=G8GHBCGH6P7N7H879 6@BA6@BQN=9>>F6GGN69@ BYUBF7CB9H*h+$36H?FB"

#&&'"))!!(&*+$%'#*Q'+#$

*(+"张艳艳"吴承祯"洪伟"等$# 种针阔混交林群落乔木层的物种多样性*h+$福建林学院学报"#&&-"#-!#$%!#%Q!#*$

*-+"杨文斌"刘坤"周守标$安徽新安江干流滩涂湿地草本植物区系及物种多样性*h+$生态学报"#&!+"++!%$%!)++Q!))#$

**+"杨洁"余华光"徐凤洁"等$崇明东滩围垦区草本植物群落组成及物种多样性*h+$生态学杂志"#&!+"+#!($%!()-Q!(%%$

*!&+"罗勇"陈富强"薛春权"等$广东省森林群落灌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h+$广东林业科技"#&!)"+&!#$%-Q!)$

*!!+"f7NG=9 Z" 569G=9 Mh" e?NJ=NN69@ Mh" BH6N$0A=CU6F7G=9 =DCBHJ=@GD=F@BHBFC7979>D=FBGHBL6U=HF69GU7F6H7=9 69@ 7HGA=CQ

U=9B9HG% /6UQDN=TG=7NT6HBFP?@>BH" B@@8A=L6F769AB69@ A6HAJCB9HGT6HBFP6N69AB*h+$0A?NH?F6N69@ D=FBGHCBHB=F=N=>8"

#&&!"!&'%!%+Q!'-$

*!#+"何艺玲"傅懋毅$人工林林下植被的研究现状*h+$林业科学研究"#&&#"!%!'$%(#(Q(++$

*!++"刘琦$自然资源*Via<:+$#&!!Q-Q+& *#&!)Q%Q+!+$JHHU%

$

TTT$>@Q79D=$>=L$A9aGJHCNa>?69>@=9>a>@>Na>@>̂a@N>̂a#&!!a

&-a+&a)-)-+$GJHCN$

*!)+"<kB@6E" e6F69=9 R" 0FF=8=h$MN69H@7LBFG7H8U6HHBF9G79 HJB0Nk7PBe=?9H679G!/$/U679$% 6A=CUFBJB9G7LB6AA=?9H*h+$

i7=@7LBFG7H869@ K=9GBFL6H7=9"#&&&"*!*$%!+#+Q!+)+$

*!%+"汪求来$广东省天然林资源近 +% 年动态变化分析*h+$广东林业科技"#&!)"+&!+$%!Q($

*!'+"郭连金"张文辉"刘国彬$黄土丘陵区沙棘人工林发育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及种间关联变化*h+$应用生态学报"#&&("!-

!!$%*Q!%$

*!(+"贺金生"陈伟烈"李凌浩$中国中亚热带东部常绿阔叶林主要类型的群落多样性特征*h+$植物生态学报"!**-"##!)$%

+&+Q+!!$

*!-+"46?GB4E$VYUBF7CB9H6NU=U?N6H7=9G=DC7AF=GA=U7A=F>697GCG*h+$VA=N=>8"!*+("!-!#$%!(+Q!(*$

*!*+"马克平"刘玉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

" #

多样性的测度方法!下$*h+$生物多样性"!**)"#!)$%#+!Q#+*$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年第 +& 卷第 ) 期


